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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上午，仙降街道金光
村金光堡河，这条因“悬赏环保局
局长下河游泳”而闻名全国的河
流，因为一群“河小二”的到来而热
闹起来。这些来自温州医科大学
的学生、志愿者等新青年，撸起袖
子，监督水质，清洁河道（详见本报

3 月 16 日第 2 版报道）。
“店小二”的称呼，人所皆知，

“河小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新
鲜的词儿用在“五水共治”上，作为
各级“河长”治水工作的得力助手，
既有亲切感，更有创意。作为生态
改造和治水剿劣走在全省前列、亮
点纷呈的瑞安，“河小二”这支生力
军在治水中大有作为。

“省长村长，都是河长”。在习
总书记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又
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河长制。作为
全国先行先试的省份，自 2013 年
全面推广河长制以来，我省形成了
一套以河长制为核心的治水长效
机制和责任体系。截至去年底，我
省已有 6 名省级河长、199 名市级
河长、2688 名县级河长、16417 名
乡镇级河长、42120名村级河长，还
有人数众多的民间河长，使河长制
的“浙江经验”继续领跑全国。在
这个大背景下，我市积极响应省委
全面剿灭劣V类水的号召，今春市
委宣传部与温州医科大学 13 个院
系合作，挂钩结对我市98个村，大
学生组成“新青年下乡”服务队，积

极投身“拆治归”一线，开展治水剿
劣行动，“河小二”成为治水线上的
一道亮丽风景。

“河小二”是各级河长的好帮
手。金光堡河河长、驻村干部阙瑞
东看着这么多青年学生到来不禁
喜形于色，他这个河长有伴了，村
里治水热情和信心更高了，今年要
投入 400 多万元对金光堡河进行
生态改造。医大志愿者有专业知
识、有工作热情，他们不仅组织开
展上下游巡查、水样采集和水质检
测等工作，还要写出“巡河日记”，
及时将相关内容反馈给河长或相
关职能部门，以及开展共青林种植
和“小鱼治水”鱼苗投放等多项活
动。这些都是日常有繁忙工作的
河长们不容易做到的，或者说因精
力和专业不足难以涉及的。正如
阙河长所说：“河水质量检测、生态
修复等，都需要借力高校先进的检
测技术，我们亟需这些专业志愿者
队伍的帮忙。”

村里来了“河小二”，河长们、
村干部们要与下乡大学生志愿者
多多交流，对于他们递交的“巡河
日记”之类的建议，要给予肯定和
鼓励。比如“巡河日记”放到了你
的案头，你要认真研究，对其中提
出的合理建议要积极采纳，及时
付诸行动。如果束之高阁，或者
工作一忙疏忽了，没有回应，难免
挫伤同学们的积极性。不过，我
们相信，有市委宣传部主抓这项
工作，各级河长们会更加重视。
正如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在报
道中所表示的，将全面实行激励
机制，将“新青年下乡”活动纳入
宣传系统优秀表彰内容，对活动
中突出的个人给予物质与精神奖
励。

乐见“河小二”成治水尖兵。
“河小二”加入治水行列，是“五水
共治”、治水剿劣行动中的又一机
制创新，是对继续全面深化河长
制的有益补充。在河网密布的浙
江，既要管住“大动脉”，又不能忽
视“毛细血管”。下乡的“河小二”
最能帮助河长们管住村前屋后的
沟、渠、塘等小微水体，以他们的
实际行动，不断提高更多市民治
水、护水的意识，严防水质反弹。
希望“河小二”和河长们加油，交
出治水剿劣行动的满意答卷。

3 月 15 日傍晚，湖岭镇鹿木社
区花草垟村50岁的杨华康骑着电动
三轮车回到家，妻子黄玉梅看到车
斗里还是满满的萝卜，叹了口气。
近 1 个月来，老杨每天骑车沿街叫
卖，早上装100公斤萝卜出门，傍晚
回家还有80来公斤，熬夜刨点萝卜
丝想晒干，可这两天又老下雨；雨水
一来，他租的那一亩半菜地里，萝卜
的块头就更大了。“每公斤3元都没
人买，越大越难卖，现在地里起码有
2500来公斤，真比嫁女儿还愁呀。”
杨华康说（详见本报 3 月 17 日第 3

版报道）。
这篇《萝卜大丰收，老杨愁白头》

新闻报道的线索来源于报社通讯员
微信群。当日，一位朋友知道杨华康
萝卜贱卖不掉后，该微信群里发了这
一信息，群里有新闻敏感的报社领导
马上记下联络方式，派记者去采写，
帮助老杨打广告。报道推出后，报社
还不忘建立微信群推销。仅仅一夜
之间，让老杨愁白了头的2500多公
斤白萝卜不仅全被订购了，萝卜竟然

不够卖了。老杨的脸上应该会露出
憨厚的笑容。

这些年，我们不时见闻本地和外
地的萝卜、花菜、番茄、西瓜、柑橘等
农产品滞销的消息。于是，一些好心
媒体不仅及时发布消息，还大力组织
单位和个人进行认购，不至于这些农
产品“颗粒无收”、农民兄弟“血本无
归”。替媒体为农民兄弟实实在在做
好事点赞、在替大家为农民兄弟献出
自己爱心感动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要
问“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此类事情
的一再上演”？每一次众人的援助固
然可喜，却显然还只是“治标不治
本”。

老杨的萝卜又鲜又嫩又绿色，价
格比市面上低很多，按说不愁销路，
为什么偏偏卖不动呢？销售的渠道
不畅显而易见。可一些老实巴交的
农民又能有什么销售渠道呢？除了
等人上门收购，除了自己拉到农村集
市上去卖，除了走街串巷零售，还能
有什么办法？一旦市场上销路不好，
无人收购，又没有深加工措施，农产
品滞销就成为必然。

这就提醒农民兄弟在种植农作
物时，需要树立市场意识和风险意
识。在市场经济下，种植农作物绝不
仅仅是播种、施肥、管理和收割就够
了，绝不是风调雨顺便会收成，甚至
丰产也不一定丰收，那种旱涝保收的
事情已不复存在。对于有农产品积
压在田头的农民兄弟来说，所有的

“爱心购买”都是“帮得了一时，帮不
了一世”，根治的方法还是要对症下
药，不仅要重视农产品种植，更要考
虑销售，切忌盲目跟风栽种。如此，
才能避免农产品滞销事件的重现，因
为市场从来不相信眼泪。

当然，作为最弱势群体的农民，
还需要村居、社区、乡镇以及各个涉
农部门和相关志愿服务者的帮助，帮
助提早预测市场，做好全盘种植规
划，让农民兄弟增收成为可能，而不
是伤农事件屡屡发生。

据媒体报道，近日，四川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法院披露，针对一对“85 后”
夫妻闹离婚的诉讼，该院 3 月 8 日发出了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限定这
对夫妻冷静 3 个月，期间不得向对方提出离婚。据悉，这是该省首份“离婚
冷静期”通知书。 （陶小莫 画）

村里来了“河小二”，河长
们、村干部们要与下乡大学生
志愿者多多交流，对于他们递
交的“巡河日记”之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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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亦垟村村歌《最美亦

垟》参加全国十佳村歌评选，村民廖

雪燕等人都是到毗邻的呈店村文化

礼堂里排练。“亦垟是个小村，基础

设施薄弱，而呈店村党建文化一直

有口皆碑，成一家人后，呈店的文化

礼堂，自然向亦垟开放。”亦垟村村

支书周岩清笑着说，“作为回报”，每

逢周末，亦垟村的孝德讲坛也向周

边村开放。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何调龙

说，“党建联村”前，村与村之间是“各

刷锅”“另洗碗”。而今，联村的集体

班子抱团发展，定期召开会议、开展

村村结对帮扶、外出参观学习等，村

级班子的沟通多了，通过党建强村带

动党建弱村，村级班子工作能力和业

务水平也提高了。“党建联村”建设让

大家成为“一家人”，每逢党员活动

日，评选五好家庭等活动，该村村民

中心、文化礼堂红火又热闹。

“搭伙过日子”实现资源共享。

枫岭联村党组织下属的多个村是典

型的空心村，地处偏远山区，村办公

楼破损严重，组织党员开展活动难，

村民办事难。联村党总支成立后，

在原枫岭乡办公楼建立一站式便民

服务大厅，不仅能及时为村民提供

政策咨询、事项办理等服务，还实现

了资源共享。

下活一盘棋，谋求共同富裕。

湖岭镇均路村因电视剧《温州一家

人》而走红，但由于缺少旅游环线和

配套设施，导致旅游经济停滞不

前。联村党总支发现问题后，在联

建的周边呈店村建设自行车绿道、

创办侨家大院民宿，打造“温州一家

人”旅游精品线，既解决单村发展空

间不足的问题，又带动联村其他村

的发展。

2016 年，永乐联村党总支实现

了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以均路村

为例，当年游客人数达到上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以上；呈店村

实现经济收入 52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22%。

在联村党总支统一领导下，各

联建村利益共同维护，区划上相对

独立，权限上并未削弱。制度和规

定既给各联建村的干部戴上了“紧

箍”，也让他们吃了“定心丸”。各村

都说“比一比，看一看，创优争先”。

而“龙头”村则更是在“党建联村”工

作模式下激发出了一种强烈的责任

感，那就是要带动各村联手发展，实

现共同富裕。

成为一家人，下活一盘棋

（上接第 1 版）


